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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
“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
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
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
活水之亟须。
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
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日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
以古希腊为要。
二日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
三日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
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
五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
六日《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
性”的曲折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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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勒庞试图以文字的刀切开血肉模糊的尸体，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血火交映的法国大革命。
从这种意义上说，勒庞是&ldquo;法国的柏克&rdquo;。
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宗教改革等历史事件为主线，勒庞透视了大众的政治心理，并对法国大革命后
大众心理的演进做了独具特色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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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译者：佟德志 刘训练 丛书主编：何怀宏古斯塔夫
·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他自1894年始，写下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以本书最为著名，被 翻译成近二十种语言，至今仍在国
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勒庞认为，现代生活逐渐以群体的聚合为特征，在《乌合之众》一书中，他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
中，他的个性便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冶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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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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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第四章 革命大众的心理一、大众的一般特征二、民族精神的稳定性如何限制大众心理的摇摆
三、革命运动中领袖的作用第五章 革命议会的心理一、革命议会的心理特征二、革命俱乐部的心理三
、对议会中情绪不断激化之原因的一个尝试性解释第二编 法国大革命第一卷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第一
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一、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二、大革命的宿命论三、近来研究大革命
的历史学家之犹疑四、历史研究中的客观性第二章 旧制度的心理基础一、君主专制政体与旧制度的基
础二、旧制度的弊端三、旧制度下的生活四、大革命期间人们对君主制的情感演变第三章 大革命时期
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与哲学家的影响一、革命思想的起源与传播二、18世纪哲学家对大革命起源之假想
的影响以及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厌恶三、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第四章 法国大革命的心理幻想
一、原始人、回归自然状态与大众心理的幻想二、决裂与法律改造人性力量的幻想三、大革命原则理
论价值的幻想第二卷 大革命时期理性、情感、神秘主义以及集体诸要素的影响第一章 制宪议会的心
理一、法国大革命时期发生作用的心理要素二、旧制度的瓦解与三级会议的召开三、制宪议会第二章 
立法议会的心理一、立法议会期间的政治事件二、立法议会的精神特征第三章 国民公会的心理一、国
民公会的传奇二、雅各宾宗教胜利之后果三、国民公会的精神特征第四章 国民公会时期的法国政府一
、国民公会时期俱乐部与巴黎公社的活动二、国民公会时期的政府：大恐怖三、国民公会的终结与督
政府统治的开始第五章 革命暴行的实例一、革命暴行的心理动机二、革命法庭三、大恐怖时期的外省
第六章 大革命时期的军队一、革命议会与军队二、反对大革命的欧洲战争三、决定革命军队胜利的心
理因素与军事因素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一、大革命时代人的精神状况：暴力与虚弱的影响二、委
员会委员或特派员们的心理⋯⋯第三卷 古代传统与革命原则之间的冲突第一章 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挣
扎：督政府第二章 秩序的恢复：执政共和第三章 最近一个世纪传统与革命原则相冲突的政治后果第
三编 革命原则的新近发展第一章 大革命以来民主信仰的发展第二章 民主演进的结果第三章 民主信仰
的新形式结论附录 勒庞著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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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群众是极其敏感的，所以，他们的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总是夸张的。
这种夸张在革命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哪怕是一点小小的刺激都可能导致他们采取最狂暴的行动。
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轻信就已经十分严重，更何况在革命时期，那只能变本加厉；痴人说梦般的呓
语都会让他们信以为真。
阿瑟·扬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法国大革命期间，他在克莱蒙附近的水泉处游历.行至半途，他的向导
被一群人挡住了去路。
原来，他们也不知是听信了谁的谣言，竟认为他是受王后的指使来这里准备引爆小镇的。
当时，到处流传那些关于王室的可怕谣言，最后王室简直被说成是盗尸者和吸血鬼的巢穴。
诸如此类的特征表明，群体中的个人就其文明程度而言已经堕落到一个非常低的层次。
他变成了一个野蛮人，带有野蛮人的一切性情和缺陷，有着突如其来的狂暴、热情和英雄主义。
就智力来说，群众是无法与单个人相比的；但就道德和感情来说，群众则可能要略胜一筹。
群众很容易就犯下罪行，就像他们很容易做出自我克制一样。
个人的特性在群体中很快就会消失，群体对个人施加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吝啬鬼变得慷慨大方：怀疑
论者成了一个信徒：最诚实的人成了罪犯；懦夫亦可以变成勇士，诸如此类的转变在大革命期间比比
皆是，屡见不鲜。
作为陪审团或是国会中的一员，集体人所做出的判决或所颁布的法律，都是他在个体状态时做梦也想
不到的。
在集体的影响下，作为集体组成部分的个人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后果之一就在于他们
的感情和意志的同质化。
这种心理上的同质化赋予了群众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
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mental unity）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富
感染力的，仇恨、狂怒或是热爱之类的情感在叫嚣声中很快就会得到支持，并反复强化。
这些共同的情感与意志源自哪里呢？
它们通过感染而传播，但在这种感染发生作用之前肯定要有一个出发点。
如果没有一个领袖，大众就是一盘散沙.他们将寸步难行。
要想解释我们大革命中的诸多因素，要想理解革命议会的种种行为及其单个成员的转变，我们就必须
具备大众心理的知识，了解它的规律。
由于受到集体无意识力量的推动，群众常常说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结果往往投票赞成了那些他们原
本不赞同的动议。
尽管集体心理的定律有时候会被一些高明的政治家凭借直觉所识破，但政府部门中的大部分人从来就
没有理解这些定律。
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这些定律，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赶下了台。
我们看到，有些政府居然会被一些无关紧要的动乱所颠覆——路易-菲利普的君主政体就是这样一个典
型，这的确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实际上这都是忽视集体心理的结果，其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1848年法国的军队足以保护国王，但当时的法军统帅显然没有理解允许群众与他的军队混在一起意味
着什么。
结果，军队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竟然不知所措，以至于最后弃职不顾。
他不知道，由于群众对威信是极为敏感的，所以实力的展示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起到威慑作
用，当时，这样的展示可以立即镇压反对派的示威。
同时，他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集会都应该立即驱散。
所有这些教训都已经为历史经验所验证，但在1848年，它们都被忽视了。
在大革命时期，能够理解大众心理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二、民族精神的稳定性如何限制大众心理的摇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个民族比作一个群体，
这一群体具有某种特性，但这些特性的变动要受到民族精神或民族心理的限制。
民族精神具有一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群众的短暂心理所不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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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它的传统精神以后，群众的精神就会由此而得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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